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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村面向青少年的

数字文化环境建设

要要要基于留守儿童网络使用和图书馆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

王素芳袁 谭清安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数字乡村背景下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如何为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创建更好的数字文化环境值得重视。

[方法 / 过程]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混合研究方法，调查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两

个乡镇中学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分析了留守儿童网络使用行为以及他们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期待。[结果 / 结论]研究发

现，农村青少年网络使用存在严重的娱乐偏好，其网络使用行为与留守经历关系不大，但与性别、监护人、周边环境显著相

关。贫困农村地区缺乏面向青少年的良好数字文化环境和社会支持体系。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等需要针对青少年需求和行为特

征完善功能和服务，特别是数字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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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

以来袁 留守儿童也随之产生遥 但是直到 2002 年袁 特别

是 2004 年以后袁 留守儿童问题才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1]遥 当前学界对留守儿童认定标准还存在

争议袁 争议点主要在父母外出结构 渊双方还是单方外

出冤尧 外出时间 渊3 个月尧 半年以上等冤 和儿童初次留

守年龄 渊18 周岁尧 16 周岁或义务教育段冤遥 全国妇联

课题组将留守儿童认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的

18 周岁以下 渊0~17 岁冤 的儿童袁 并根据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测算袁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6 102.55 万袁 占农村儿童 37.7%袁 占全国儿童 21.88%[2]遥
2016 年袁 国务院将留守儿童界定为 野父母双方外出务

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尧 不满十六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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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县城 县以下 机构总数 
省份 

网吧等 省地市图书馆 网吧等 县市区图书馆 网吧等 乡镇综合文化站 网吧等 图书馆等设施 

湖南  4 114 19 3 281 120 4 312 2 108 11 707 2 247 

江苏  3 970 17 3 990  98 3 164   910 11 124 1 025 

河南  3 266 20 3 771 138 3 947 1 904 10 984 2 062 

四川  2 503 23 4 007 181 3 818 4 267 10 328 4 471 

广东  2 769 28 2 201 115 4 101 1 175  9 071 1 318 

湖北  3 265 17 2 704  99 2 176 1 030  8 145 1 146 

安徽  2 889 22 2 096 102 2 373 1 285  7 358 1 409 

贵州   623 11 1 850  87 1 851 1 404  4 324 1 502 

广西  1 027 18   931  97 1 586 1 127  3 544 1 242 

 

表 1 国内部分地区公共文化机构和互联网营业设施数量 单位院 个

Table 1 Numbers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ial internet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of China

的未成年冶 [3]袁 民政部据此在全国范围内摸底排查出农

村留守儿童 902 万人遥
研究发现袁 留守经历对儿童学习尧 社会交往尧 身

心健康有负面影响[4,5]袁 尤以对儿童社会交往和心理情

感方面影响最大遥 亲子分离越久袁 危害越大[6,7]遥 统计

表明袁 与父亲单独留守和与祖父母留守两类儿童的初

中辍学比例相对较高袁 与其他亲属留守的儿童小学和

初中辍学情况都相对比较严重[8]遥 缺少父母的情感支持

和心理交流袁 留守中学生比曾留守中学生和非留守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均差袁 人际交往能力下降袁 人际焦虑

和孤独感尧 冲动倾向上升[9]遥 近些年随着电脑尧 互联网

和智能手机等的快速普及袁 父母监管等的缺失又进一

步带来了网络成瘾这一严重困扰青少年的问题遥 网络

成瘾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袁 表现为

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尧 心理功

能损害[10]遥 网络成瘾者主要表现为对网络有一种心理

和行为上的过度依赖遥 2016 年发布的 叶中国青少年网

瘾报告曳 显示袁 中国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逾 2 400

万遥 13~18 岁是网络成瘾的易感年龄袁 15~20 岁为高发

期遥 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的中学生是互联网过度使用的

重灾区袁 其网络成瘾率在 0.89%~15%[11,12]遥 相比女生袁
男生网络成瘾比率更高[13,14]遥 除了学生自身因素及网络

诱惑外袁 家庭因素是造成中学生网络过度使用的主要

原因之一[15]遥 家庭功能较好的中学生不易发生网络过

度使用的现象[16]遥 而对亲情缺失的留守儿童来说袁 特

别是父亲角色缺失[17]的袁 电视尧 手机和网络游戏更容

易成为他们高度依赖的 野精神抚慰者冶 [18,19]遥 郅庭瑾和

陈纯槿分析北京尧 上海尧 江苏和广东四省市参加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 渊PISA冤 的测试数据发现袁 在校外周一

至周五每天上网 6 小时以上的中学生几乎每天 野玩单

机游戏冶 野玩多人在线联机游戏冶 野使用社交网络玩

在线游戏冶 的比例分别占 28.4%尧 37.3%和 39.9%遥 长

时间沉迷网络而导致低学科素养的人群主要为农村地

区尧 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较低的弱势亚群体遥 这些

学生逃学尧 频繁迟到比例明显偏高袁 而课堂学习时间

投入不足则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发展[20]遥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一方面与自身及缺乏父母

监管等问题有关曰 另一方面似乎也与农村和边远山区

的公共数字文化环境有关遥 如表 1 所示袁 在多数欠发

达地区袁 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大的省份 [8]袁 如四

川尧 河南尧 广东尧 湖南尧 广西尧 安徽尧 湖北尧 江西尧
江苏尧 贵州袁 互联网经营设施 渊如网吧尧 网咖等冤 数

量几乎是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数量的 3 倍及以上[21]袁
互联网营业设施在城乡的分布与公共文化设施的欠缺

形成了鲜明对照遥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袁
如 叶未成年人保护法曳 渊2007 年修订实施冤尧 叶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曳 等袁 严禁商业性互联网

设施接纳未成年人遥 但是由于监管不足尧 公共设施缺

来源院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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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或吸引力不足尧 青少年个人心理行为等种种原因袁
在贫困地区仍旧不时发生青少年进入网吧上网的事件遥
文化部 2013 年发布 叶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

工程工作方案曳袁 进一步提出规范网吧经营活动袁 发挥

学校尧 社区尧 文化馆尧 图书馆等公益性上网场所服务

功能袁 为未成年人提供绿色文明上网环境等措施 [22]遥
公共图书馆是保障民众平等获取信息的社会机构袁 从

其诞生以来袁 就担负着支持正规教育尧 终身教育尧 培

养青少年阅读习惯等重任遥 近年来随着网络快速发展袁
图书馆在不断创新服务袁 增强网络接入使用与培育公

众数字素养等服务[23]遥 例如袁 2016 年美国发布 叶为未

来做准备的学习院 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曳袁 指出技

术快速发展变化下袁 儿童图书阅览空间引入建模工具尧
3D 打印机尧 多媒体交互工具来支持儿童多样化学习行

为[24]遥 国外研究也发现袁 数字时代袁 图书馆在青少年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发挥着信息网关尧 社会交往和娱乐

空间尧 有益的物理环境等重要作用袁 网络使用在这 3

类意图的图书馆访问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25]遥
2019 年 5 月袁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曳袁 明确了数字乡村是乡

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袁 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遥 数

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尧 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袁 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提高而

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遥 农村儿童特

别是留守儿童的信息技能尧 数字素养发展关系着未来

数字乡村的发展和乡村振兴遥 根据上述背景袁 本研究

旨在调查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网络使用和网络成瘾

状况以及他们对图书馆的需求和期望袁 从而为青少年

创建更好的公共数字环境和文化环境提供建议遥 具体

研究问题如下遥
渊1冤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时代袁 贫困地区农村留守

儿童网络使用行为及网瘾状况袁 家长尧 教师及儿童自

身对其上网行为的认知和态度钥
渊2冤 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及家长尧 教师等相关

利益者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期待有哪些袁 图书馆如

何改善服务 渊如学习支持尧 阅读推广尧 娱乐和社交尧
数字素养培训冤 从而为农村青少年创建更有吸引力的数

字环境和文化环境袁 并更好地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遥

2 留守儿童网络使用尧 网络成瘾与学

校和图书馆支持相关研究回顾

2.1 留守儿童网络使用和网络成瘾

关于留守儿童网络尧 手机等新型媒介接触和使用

的研究在 2010 年后增多遥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对广播尧
报纸等传统媒介接触程度较低袁 对手机尧 电脑尧 平板

等新型电子媒介接触程度较高 [26]袁 电视与网络是留守

儿童接触最多的媒介[27,28]遥 留守儿童媒介使用动机仍然

以娱乐为主[29]袁 媒介在留守儿童生活中更多的是作为

心灵慰藉而非知识学习载体[30]遥 好玩尧 刺激是中学生

迷恋上网的第一原因袁 其次分别是学习成绩差袁 感觉

升学没希望袁 对学习失去兴趣尧 厌学袁 娱乐和缓解压

力[31]遥 受农村教育环境尧 媒介环境尧 媒介教育实施不

力等影响袁 留守儿童对媒介认知不足袁 有效使用能力

不足袁 媒介素养偏低[32,33]袁 他们缺乏对媒介正确的理解

与认识遥 对媒介作用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娱乐工具的层

面上袁 并未将其看作支持学习的强有效工具遥
中小学生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家庭环境关系密切遥

葛缨对重庆市城镇留守儿童调查发现袁 留守经历增加

了城市留守儿童对网络的易感性袁 网络成瘾率高达

10.8%袁 男生高于女生遥 网络成瘾的城市留守儿童人格

偏差和心理问题均高于非成瘾组[34]遥 左月等对湖北十

堰市竹山县二代留守儿童 渊2000 年后出生的冤 调查表

明袁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比例达 18%袁 拥有较强情绪

管控能力的二代留守儿童普遍网瘾程度较低或者没有

网瘾[35]遥 郭玉琴等对河南 8 所县乡级留守初中和高中

生的调查表明[36]袁 留守中学生的网络成瘾低于非留守

中学生曰 留守男中学生的网络成瘾率要明显高于留守

女中学生[37]遥 父子关系疏离感是预测网络过度使用行

为的一个重要变量袁 中间变量是网络使用娱乐偏好

渊网络游戏尧 看电影视频尧 听歌等冤遥 父爱的缺失可能

导致中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欠缺袁 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转

向网络寻求情感支持袁 最终导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3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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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能上网和单亲家庭以及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易于

使初中生网络成瘾[39]遥 单身母亲家庭和随母亲重组家

庭的初中生子女更容易发生网络过度使用行为[40]遥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与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关系袁 特

别是对于缺乏上网环境的贫困地区农村而言遥 例如在

国家政策严禁情况下袁 2011 年一项研究仍发现袁 在网

吧使用群体中青少年仍占了相当比例袁 10~15 岁是网

吧沉迷开始出现的高峰年龄段[41]遥 黄少华对比了浙江尧
湖南和甘肃三省的青少年网吧使用状况发现袁 中西部

地区的青少年常去网吧上网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地

区要要要湖南 72.5%袁 甘肃 68.3%袁 浙江 27.7%遥 特别是

在欠发达地区袁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袁 网吧上网仍是

他们接触网络世界的直接和现实途径 [42]遥 但是袁 网吧

中监护不足袁 网吧上网更易造成网络成瘾袁 也更容易

对青少年身体造成损害[43]遥 例如袁 有研究表明袁 网吧

里的网络过度使用者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上网地点袁 如

学校尧 家里尧 亲戚或朋友家袁 经常去网吧上网的初中生

的成瘾比例最高袁 在父母单位上网的成因比例最低[44]遥
2.2 留守儿童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与学校尧
图书馆等社会支持体系

不少研究表明袁 留守儿童显示出了不同的媒介素

养水平袁 他们表现出了对媒介的过度依赖及对媒介信

息的过分信任遥 提升留守儿童媒介或数字素养水平是

改善留守儿童网络过度依赖等现象以及促进个体社会

化的一个重要措施[45]遥 监护人尧 教师与政府有效的教

育尧 疏导与监督是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前提

与保障[30]遥 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袁
学校作为正式教育机构和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被

寄予了更高期望遥 学校环境中袁 媒介资源尧 媒介环境

与教师媒介素养是影响留守儿童媒介素养发展的主要

因素[45]遥 但是令人讽刺的是袁 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水平

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不足遥 相

关调查发现袁 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知识大多数为自行

探索而得袁 学校并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网络知识教

育 [46]遥 在网络教育方面袁 学校缺乏重视和教研力度袁
致使网络教育观念滞后袁 模式单一袁 农村留守儿童缺

乏兴趣袁 难以从课堂中习得相关的知识遥 尽管教育信

息化推进背景下袁 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设施尧 农

村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设置都有了改进[47]袁 但是课程

质量尧 资源和师资质量问题都非常突出遥 课程被占用袁
教授内容单一袁 对师资培训不足[48,49]遥 教师没有使用信

息技术设备开展教学的积极性袁 不具备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遥 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信息化教学设

备的维修维护和信息化教学资源购置不足[50]遥 硬件设

施和网络环境建设不能满足教师需要遥 数字化教育资

源亟待开发整合遥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限袁 缺乏

激励约束机制[51]遥 学校网络教育对义务教育阶段信息

技术课程目标的把握不够准确袁 教师完全依靠教材袁
以教材为中心而不是儿童学习为中心[52]遥

针对留守儿童电子媒介过度使用和依赖袁 还有学

者主张通过构建农村社区图书馆尧 校园图书馆和县市

级公共图书馆三级支撑体系来提高儿童阅读时间和质

量袁 提高留守儿童媒介素养袁 进而压缩对媒介滥用的

时间[19]遥 相关研究的确证明电子媒介的使用 渊如看电

视尧 网络等冤 一定程度上将竞争和降低课外阅读

渊Voluntary Reading冤 的时间[53]袁 阅读资料难以获得和

缺乏父母支持将进一步阻碍儿童课外阅读[54]遥 对于留

守儿童群体来说上述问题更为严重遥 不少研究发现袁
农村儿童课外阅读兴趣不够浓袁 儿童更偏向看电视或

玩电子游戏[55]遥 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大大缩减留守儿

童阅读尧 探索自然的时间袁 不利于其学习品质的培养

和深度学习能力的发展[56]遥 邓倩对重庆市 1 200 名农村

留守儿童的阅读现状调查发现袁 他们的阅读文化生活

糟糕袁 阅读时间不足尧 纸质阅读渠道狭窄尧 数字化阅

读增加尧 缺少有效的阅读指导尧 阅读环境欠佳等遥 留

守儿童年阅读量平均 2.92 本袁 远低于中国未成年人平

均阅读量 6.97 本[57]遥 留守儿童阅读状况差的原因很多袁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缺乏支持阅读的相关环境袁 例如

图书馆服务缺乏遥 不少研究发现袁 学校图书室没有为

留守儿童课外阅读提供足够支持曰 在留守儿童的社会

阅读环境中袁 公共图书馆与农家书屋都处于欠发展状

态袁 基层政府精力与财力的投入不够袁 工作仅停留在

文件与口号上的现象还较为普遍[55,5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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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尝试通过田野调查和行动研究袁 探索如

何有针对性的建设专门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图书馆设施遥
例如袁 王子舟等通过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由中国小微

企业创新发展商会安徽省分会负责援建的安徽肥东县

陈集镇阳光小学图书馆尧 岳西县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图

书馆袁 它们主要服务对象是贫困乡村的留守儿童袁 服

务内容包括为留守儿童提供免费的学习辅导和生活服

务遥 该研究指出袁 援建乡村图书馆袁 质量更重于数量袁
多方力量合作建设民间图书馆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曰 乡

村图书馆援建的重心是如何有效的良性运行曰 激活民间

图书馆自身发展活力是努力的方向[59]遥 汪梦玲提出构建

农村留守儿童良好阅读环境的原则主要有院 丰富性和

趣味性尧 便捷性尧 因地制宜尧 示范性尧 因材施教等[60]遥
在家庭环境缺失尧 学校教育系统不足下袁 社区公

益性环境 渊如公共图书馆尧 农家书屋尧 文化 渊馆冤 站尧
乡镇村级文化中心等冤 在留守儿童的信息技术使用行

为尧 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中应当承当起相应的作用遥
遗憾的是袁 尽管在留守儿童阅读和图书馆建设方面有

一定探索袁 现有研究中还比较缺乏对留守儿童及其家

长尧 教师等相关利益者态度和看法的调查遥 在图书馆

服务方面也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心理需求 [61]对图

书馆的图书阅览空间尧 多媒体技术空间尧 功能和数字

素养服务等的具体探索遥

3 研究方法

3.1 实地调查地点和样本对象选取

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个案深度访谈尧 焦点小

组访谈等混合方法进行遥 实地调研地点为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遥 该县位于湖南尧 湖北与重

庆交界处袁 是湖南最偏远的县之一袁 总人口 59 万人袁
其中少数民族占 60.97%遥 由于历史尧 地理等原因袁 该

县发展滞后袁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湖南省

扶贫攻坚湘西地区的主战场 [62]遥 龙山县教育方面袁
2015年全县中等职校 1 860 人袁 普通高中 9 131 人袁 初

中 19 467 人袁 小学 41 124 人[63]遥 留守儿童未有统计数

据袁 当地政府 2008 年一组调查数据显示袁 该年留守儿

童在学数量城镇约 5%左右尧 农村约 30%袁 人数高达 2

万多人[64]遥 近年来袁 在城镇化发展趋势下袁 包括龙山

县在内农村大量小规模乡村小学关闭袁 中小学教育向

乡镇尧 县城集中遥 而在贫困地区县城和乡镇文化环境

方面袁 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依然匮乏遥 本文研究者的实

地调研发现龙山县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较为落后袁 活动

更新不及时袁 影响力尧 服务覆盖人群少遥 近几年推行

的农家书屋工程袁 实际使用率较低遥 相较于图书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的匮乏袁 网吧等商业性设施却有较好覆

盖遥 例如袁 在百度地图上检索龙山县洗洛镇周边图书

馆袁 仅搜索到龙山县图书馆袁 网吧却搜索到 39~51 个结

果遥 政府对于未成年人上网的监管基本上采取的是运动

式突击检查方式袁 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有效的监管措施遥
在样本学校选取方面袁 现有研究中多数将留守儿

童限定在义务教育年龄段或 16 周岁以下袁 结合被调研

对象接受问卷和访谈调查意愿和能力袁 本研究将调研

对象选定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洗落

镇洗落中学和三元学校 12~16 周岁的学生遥 研究同时

还选取了部分留守儿童尧 家长和学校任课教师和负责

人等进行焦点小组和个案访谈袁 从多角度保证数据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遥
3.2 农村儿童网络使用行为问卷调查

在借鉴现有研究基础上袁 我们设计了农村儿童网

络使用行为调查问卷遥 问卷主要包括如下 3 部分内容院
①个人基本信息袁 如就读学校尧 年级尧 性别尧 年龄尧
学习成绩尧 监护人及其教育程度尧 家庭经济状况等曰
②网络使用状况和行为袁 包括课余活动类型尧 上网地

点尧 家周围的网吧数量尧 是否去过网吧尧 去网吧频率

及上网时长和花费尧 上网活动类型等曰 ③网络过度使

用测度量表袁 主要借鉴了顾海根编制的 叶中学生网络

成瘾测度量表曳 [65]袁 该量表在信效度方面已得到实证

检验遥 量表由 7 个维度 45 道题目构成袁 包括院 耐受

性袁 通过 野我上网的次数越来越多冶 野我曾通宵上网冶
等 7 个题目测量曰 计划性袁 通过 野我能够有计划的控

制自己上网的次数冶 渊反向计分冤尧 野上网后我就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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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间冶 等 4 个题目测量曰 时间性袁 通过 野我想方设

法使自己电脑上网速度更快冶 等 3 个题目测量曰 社交

性袁 通过 野未来上网袁 我会减少其他娱乐活动的机会冶
野为了上网我有时会逃课冶 等 5 道题目测量曰 控制性袁
通过 野当我上网感到疲惫时袁 我会立刻下线休息 渊反
向计分冤冶 野我曾经试过花较少时间在网上袁 却无法做

到冶 等 6 道题目测量曰 戒断性袁 通过 野不上网时袁 我

会幻想和上网有关的事冶 野想上网的念头一直困扰着

我袁 使我烦躁不安冶 等 13 个题目测量曰 危害性袁 通过

野因为上网袁 我的睡眠常常不足冶 野在学习很忙的时候

我也会上网冶 等 7 个题目测量对身体健康尧 学习尧 社

交等方面负面影响遥
实地调查时间为 2017要2018 年暑假袁 我们在洗落

中学和三元中学初一到初三班级发放问卷 300 份袁 并

在现场指导填写后统一回收遥 剔除填写不完整等问卷

后袁 共回收有效问卷 274 份袁 调查响应率为 91.3%遥
调查样本信息如表 2 所示遥 男女几乎各占一半遥 40.7%

的儿童年龄在 14 岁 渊M=13.77曰 SD=0.501冤遥 年级方

面袁 初三儿童占比较多袁 为 54%遥 多数农村儿童 渊167

位袁 60.9%冤 的父母外出务工袁 41.2%的监护人为祖辈袁
15.7% 的由母亲或父亲单方监护 遥 绝大多数儿童

渊91.2%冤 监护人的最高学历为初中以下遥 大多数儿童

渊67.9%冤 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袁 1/3 的儿童认为家里

贫困或较困难遥
根据前文所述留守儿童界定争议袁 本研究将父母

中至少一方外出且半年及以上回家一次的农村户籍儿

童归类为留守儿童遥 若儿童不确定父母外出时间袁 则

将监护人为祖辈 渊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冤尧 其他或父母

单方的归类为留守儿童遥 据此袁 调查中留守儿童共 136

位袁 占 49.6%袁 非留守儿童占 50.4%遥 交叉表分析和卡方

检验表明袁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学校 渊x2=37.395曰
p=0.000冤尧 主要监护人 渊x2=191.272曰 p=0.000冤 和监护

人文化程度 渊 x2=9.971曰 p=0.019冤 尧 学习成绩 渊 x2=

11.578曰 p=0.021冤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遥 洗洛中学留

守儿童比率较高遥 77.9%的留守儿童由祖辈监护袁 监护

人文化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占比达 45.6%遥 46.3%的留守

儿童学习成绩 渊采用各科平均成绩冤 较差 渊集中在

60~69 分冤袁 也有极个别儿童成绩优异遥 年级方面二者

没有显著差异袁 但是留守儿童呈随年级而增长趋势遥
3.3 教师尧 家长个案访谈和留守儿童焦点小

组访谈

为更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网络使用 渊特别是去网吧

动机和行为冤 及其影响袁 学校教师和家长如何为儿童

提供网络素养教育和引导袁 以及他们认为图书馆等公

共文化机构在农村儿童数字文化环境中能发挥什么作

用袁 如何改进服务袁 我们进一步对 11 位学校教师和家

长 渊男性 6 名尧 女性 5 名冤 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遥
教师选取了 5 位担任不同角色的典型案例袁 包括校长尧
教务处主任尧 班主任 渊同时兼任电脑老师冤尧 其他任课

教师各 1 名遥 家长在学生自愿基础上由老师代为选取袁
包括初三学生家长 1 人和初二学生家长 5 人遥 访谈地

点为洗落镇芭蕉村学生家中及洗落中学教室或办公室遥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袁 内容主要涉及以下 3 方面院
学生上网的动机或需求尧 上网对学生的影响尧 图书馆

服务需求和期待遥 访谈时长在半个小时左右袁 在征得

被访谈人同意后袁 访谈过程全程录音遥
为更深入了解留守儿童对自身上网行为的看法以

及他们对图书馆服务创新的认知和期待袁 研究随后还

选取了部分代表性儿童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袁 通过群

体间的自由互动袁 获得更丰富信息遥 在访谈教师和了

解所在班级留守儿童情况基础上袁 同时考虑到前期问

卷调查中初一尧 初二同学参与积极性和反馈效果一般袁
我们在初三两个班级中选取了 30 位同学 渊男女生各占

50%冤 进行焦点小组访谈遥 考虑到隐私顾虑尧 小组可

控尧 观点相互启发及其他可能影响到互动交流的因素袁
30 位同学被分为 3 个焦点小组袁 每组 10 人遥 其中袁 焦

点小组 1要要要全男生组尧 焦点小组 2要要要全女生组尧 焦

点小组 3要要要男女各半组遥 出于不受外界打扰袁 空间方

便讨论等袁 我们选取了洗洛中学的生物实验室作为焦

点小组访谈实施地点遥 由于环境和录音设备局限袁 访

谈过程中同时进行了录音和笔录遥 焦点小组主要设置

了两方面主题和情境进行自由讨论遥 其一即网络使用

状况尧 原因和影响遥 其二即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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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袁 及其在数字文化环境建设中作用遥 由于农村儿童

很少接触过大城市中现代化的图书馆设施袁 研究者在

讨论前播放了发达地区少儿图书馆的一些视频袁 访谈

过程中设置引导型和开放型两种问题激发其讨论遥

3.4 数据分析

农村儿童网络使用行为和网络成瘾的问卷调查数

据袁 通过软件 SPSS21.0 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袁 包括

表 2 所调查农村儿童及留守儿童情况 渊n=274冤
Table 2 Sample of rural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n=274)

所有儿童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项目 

频数/个 百分比/% 频数/个 百分比/% 频数/个 百分比/% 

男 138  50.4  67 49.3 71 51.4 性别 

女 136  49.6  69 50.7 67 48.6 

12 周岁  31  11.4   9  6.7 22 15.9 

13 周岁  68  24.9  32 23.7 36 26.1 

14 周岁 111  40.7  60 44.4 51 37.0 

15 周岁  58  21.2  32 23.7 26 18.8 

年龄 

16 周岁  5   1.8   2  1.5  3  2.2 

初一  48  17.5  31 22.5 17 12.5 

初二  78  28.5  38 27.5 40 29.4 

年级 

初三 148  54.0  69 46.6 79 53.4 

洗洛中学 174  63.5 112    81.2*** 62 45.6 学校 

三元学校 100  36.5  26 18.8 74 54.4 

妈妈  25   9.1   9  6.6 16 11.6 

爸爸  18   6.6   9  6.6  9  6.5 

父母 110  40.1   4  2.9 106 76.8 

祖辈 113  41.2 106    77.9***  7  5.1 

主要监护人 

其他   8   2.9   8  5.9  0  0.0 

小学及以下 107  39.1  62   45.6**  45 32.6 

初中 143  52.2  61 44.9  61 59.4 

高中或中专  20   7.3   9  6.6  11  8.0 

监护人学历 

大专及以上   4   1.5   4  2.9  0  0.0 

贫困  34  12.4  15 11  19 13.8 

较困难  40  14.6  19 14  21 15.2 

一般 186  67.9  94  69.1  92 66.7 

家庭经济状况 

富裕  14   5.1   8   5.9 6  4.3 

60 分以下  60  21.9  25 18.4  35 25.4 

60~69 分 102  37.2  63   46.3**  39 28.3 

70~79 分  75  27.4  32 42.7  43 57.3 

80~89 分  35  12.8  14 10.3  21 15.2 

学习成绩 

90 分及以上  2  0.7   2  1.5  0  0.0 

合计  274 100.0 136 49.6 138 50.4 

 * 注院 ***p<0.0001袁 **p<0.01袁 *p<0.05曰 百分比为有效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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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调查农村儿童和留守儿童课余活动

Fig.1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rural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频率分析尧 交叉表和卡方检验尧 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

和单样本方差分析遥 对留守儿童及其家长尧 教师的焦

点小组访谈和个案深度访谈袁 访谈结束后誊录为文本

资料袁 使用 QSR NVivo11 进行内容分析遥 分析过程遵

照扎根理论编码的规范程序袁 如开放式编码尧 轴心式

编码尧 选择式编码遥

4 农村儿童网络使用行为和网络成瘾

状况

4.1 农村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网络使用行为

农村儿童课余活动排在首位的是帮父母干活尧 做

作业袁 其次是体育活动尧 阅读袁 以及上网袁 包括在网

吧和在家上网 渊图 1冤遥 卡方分析表明袁 在业余活动类

型方面袁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袁
但是在做作业尧 阅读尧 上网 渊家中或网吧冤 方面袁 留

守儿童比例比非留守儿童稍高遥 课余活动偏好在不同

性别尧 学校环境尧 家庭经济状况尧 成绩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遥 女生在业余帮父母干活 渊x2=15.937曰 p=0.000冤尧
阅读 渊x2=5.231曰 p=0.022冤 方面显著高于男生遥 在上

网地点方面袁 男生课余更爱去网吧上网袁 25 位曾在网

吧上网的青少年中袁 24 位是男生袁 仅 1 位是女生遥 家

境一般的 渊72%冤 学生选择业余网吧上网的显著高于

家境贫困的学生遥 相比女生 渊37.2%冤袁 男生 渊62.8%冤
业余更多进行体育活动 渊x2=7.741曰 p=0.005冤袁 洗洛中

学儿童课余体育运动显著高于三元学校 渊x2=9.481曰
p=0.002冤 遥 60 分以下组在家中做作业 渊 x2=19.66曰
p=0.001冤尧 阅读 渊x2=14.14曰 p=0.007冤 方面显著低于

60 分以上组袁 在家中上网 渊x2=17.75曰 p=0.001冤 比率

上却显著高于 60 分以上组遥
如图 2 所示袁 尽管农村儿童自评在课余活动中网

吧上网处于靠后位置袁 但是所调查的中学生绝大多数

渊77.74%冤 都曾经去过网吧遥 是否去网吧袁 与有无留守

经历无关袁 而在性别 渊x2=20.853曰 df=1曰 p=0.000冤尧 年

级 渊 x2=8.334曰 df=2曰 p=0.015冤 尧 监护 人文 化程 度

渊x2=8.269曰 df=3曰 p=0.041冤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遥 男

生尧 年级高的尧 监护人程度为初中的儿童中去过网吧

的比率显著较高遥 在去网吧的动机或原因方面袁 53.1%

的儿童为了和朋友一起玩 渊主要是打游戏冤袁 34.74%的

是无聊尧 打发时间或情感慰藉袁 27.2%的家里没有电脑

或其他上网设施袁 网吧离得近的占比 5.16%遥 与此相

呼应袁 调查发现袁 农村儿童网吧上网活动类型 渊图 3冤袁
最主要的是看视频和听音乐 渊55.4%冤尧 和网友 QQ 聊

天 渊54%冤 以及玩游戏 渊39.8%的自己玩游戏尧 35.2%

的与朋友玩集体游戏冤遥 也有近 1/3 儿童上网查资料尧

王素芳，谭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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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信息尧 浏览新闻等遥 性别之间在网络活动类型上

差异显著遥 男生更多玩游戏 渊自己 x2=27.55曰 p=0.000

或群体游戏 x2=43.424曰 p=0.000冤袁 女生更多看视频与

听音乐 渊x2=10.519曰 p=0.005冤尧 查资料 渊x2=18.522曰
p=0.000冤 等遥 60 分以下组上网查资料比率显著低于成

绩中下尧 中等和中高组 渊x2=12.122曰 p=0.016冤遥
留守儿童去网吧使用网络较为频繁遥 如图 4 所示袁

半数以上 渊52%冤 农村儿童每月至少去网吧一次袁 其

中 28.6%的学生每周至少一次遥 超过 1/3 的学生每次上网

2 小时以上袁 网吧花费在 5 元以上遥 男生 渊x2=48.461曰
p=0.000冤尧 60 分以下组 渊x2=17.519曰 p=0.025冤 去网吧

上网更频繁袁 使用时间也更长尧 花费更多遥 此外袁 家

周围网吧数量多的儿童网吧花费也更多 渊x2=20.853曰
p=0.013冤遥
4.2 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状况

根据顾海根对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65]袁 研究

发现袁 所调查的农村儿童中 18.6%的存在网络过度使

用问题 袁 这一比率要高于全国未成年网民平均值

17.3%[66]袁 比现有一些研究中发现也要高遥 留守和非留

守儿童在网络成瘾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袁 留守儿童中网

络过度使用者比率为 17.6%袁 非留守儿童为 19.6%遥 但

是留守儿童在重度网络成瘾比率渊2.2%冤和轻度网络成

瘾 渊7.4%冤 方面袁 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渊分别为 0.7%和

图 3 农村儿童网络活动类型

Fig.3 Internet activities of rur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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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冤遥 网络过度使用可能主要受到当地环境影响遥 卡

方检验表明 渊图 5冤袁 网络过度使用与性别 渊x2=10.252曰
p=0.001冤尧 监护人文化程度 渊x2=10.541曰 p=0.014冤尧 去

网吧的频率 渊x2=16.312曰 p=0.000冤尧 和网吧活动类型

渊与朋友一起打游戏冤 渊x2=4.197曰 p=0.04冤 显著相关遥
男生尧 监护人高中文化程度尧 每周至少去一次网吧的

儿童网络过度使用倾向明显较高遥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留守儿童性别等变量对网络成

瘾量表总分和各个分维度的影响 渊表 3冤袁 同样发现袁
男性在网瘾总分和网络过度使用各个维度上都高于女

性遥 儿童监护人文化程度方面袁 高中 / 中专 / 中职的要

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尧 初中和大专及以上程度的遥 学习

成绩方面袁 成绩 60 分以下组显著严重于成绩中下尧 中等

和中高袁 成绩中下组也显著严重于成绩中等和中高组曰
去网吧的频率袁 每周至少去一次的网吧的留守儿童网络

成瘾总分等也显著高于每月和每年数次的曰 在网吧花费

5 元及以下的农村儿童与 5 元以上各组有显著差异遥
4.3 家长尧 教师和儿童视角下的农村儿童网

络使用及其影响

4.3.1 家长和教师视角下的农村儿童网络使用动机和

影响

如表 4 所示袁 在受访家长和教师的认知中袁 上网

主要满足了学生 3 方面需求院 娱乐尧 情感慰藉和学习遥
其中娱乐需求排在首位袁 包括玩游戏尧 聊天和结伴娱

乐等遥 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即排遣无聊尧 满足好

奇心遥 家长和教师也认识到网络为儿童提供了一定学

习机会袁 如查资料尧 开阔学生视野尧 学习使用网络等

都有被提及遥
上网对学生的影响方面袁 家长和教师总体上倾向

于主要是消极影响袁 包括影响学习尧 身心健康尧 成长尧
以及安全等遥 学习方面主要表现为逃课上网尧 学习兴

趣和意愿以及成绩下降等遥 健康方面主要表现为对视

力尧 身体的影响袁 以及黄色尧 垃圾信息对心理健康的

消极作用遥 网吧复杂的环境也会使青少年过早世俗化袁
威胁其身心安全遥 其中袁 绝大多数家长对于初中生上

网均持反对态度袁 只有极少家长表示网络对学生有一

定好处袁 例如可以查找学习资料遥 家长均将网吧视为

洪水猛兽袁 担忧网吧会侵蚀儿童心灵遥 而了解到自己

孩子有网瘾倾向的家长则更为焦虑袁 甚至因为学生上

网的事情而心力憔悴遥 相对于家长而言袁 教师对于学

生使用网络认识较为理性遥 访谈的 5 位教师都明确表

示使用网络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袁 其中两名任课

教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适度使用网络 渊包括去网吧冤袁
会布置课外作业引导学生使用网络遥 一名学校管理者

主要强调了学生使用网络的负面影响袁 尤其对学生玩

王素芳，谭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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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自变量 N/个 均值 标准差 t 值/F 值 p 

女 136  80.147 1 23.544 92 -7.001 0.000 性别 

男 138 100.840 6 25.333 76   

小学及以下 107  87.663 6 24.085 91 

初中 143  89.559 4 26.906 10 

高中或中专  20 114.900 0 24.539 76 

监护人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4  82.750 0 32.806 25 

6.605 0.000 

60 分以下  60 103.666 7 25.351 54 

60~69 分 102  91.352 9 26.427 43 

70~79 分  75  82.600 0 24.628 04 

80~89 分  35  81.857 1 23.326 51 

学习成绩 

90 分及以上   2 109.000 0 42.426 41 

7.147 0.000 

否  61  79.639 3 19.969 17 是否去过网吧 

是 213  93.699 5 27.368 62 

-4.434 0.000 

每周至少 1 次  61 113.524 6 26.884 70 

每月至少 1 次  50  92.180 0 19.323 97 

去网吧的频率 

每年几次 102  82.588 2 24.464 30 

31.543 0.000 

半小时以内  73  80.726 0 24.446 23 

半小时~1 小时  25  83.120 0 20.447 74 

1~2 小时  52  96.557 7 22.915 37 

2~3 小时  32 109.843 8 26.109 09 

3~4 小时  24 110.333 3 27.677 75 

网吧上网时长 

4 小时以上   7 114.714 3 33.215 03 

11.103 0.000 

5 元及以下 137  85.204 4 23.905 19 

6~10 元  56 106.767 9 24.927 52 

11~20 元  10 108.600 0 32.366 65 

网吧花费 

20 元以上  10 122.000 0 29.427 88 

16.014 0.000 

 

表 3 农村儿童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ANON 分析

Table 3 T test and one-way AN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rural children

网络游戏表示深恶痛绝遥
4.3.2 留守儿童视角下的网络使用及其影响

留守儿童 3 个焦点小组访谈编码如表 5 所示遥 儿

童自述到网吧上网的主要动机是娱乐袁 如玩游戏尧 追

电视剧尧 聊天等遥 也有个别学生表达了查阅资料条

件受限袁 需要去网吧查找遥 同学之间相互邀约结伴

活动也是主要动因遥 受访儿童表示同学尧 朋友集体

上网能增加趣味性袁 排遣无聊与孤独遥 研究还进一

步了解到学生去网吧上网的时间规律袁 这对于当地

或类似贫困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尧 文化站点等服务设

计 渊比如开放时间冤 有一定启发遥 受访学生较少在

上课期间去上网袁 而是在周末和节假日经常去网吧遥
一周放学后袁 家离学校较近的走读生一般会结群去网

吧娱乐遥 学校周一上课袁 家离学校较远的学生会在周

日返校后结伴去网吧游戏遥 在寒暑假期间袁 调研地乡

镇每 5 天会有赶集活动袁 不少学生会随家人来集市袁
并在这段时间结群去网吧游戏遥 留守儿童认为浏览网

络得以开拓视野袁 放松身心袁 但也意识到过度上网的

负面影响袁 如高收费造成的经济负担尧 对学习和健康

的危害等袁 以及家长和教师限制的态度遥 尽管如此袁
受访男生均表示了难以抵制网络游戏诱惑袁 无法拒绝

好友邀约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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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书馆在贫困地区农村儿童数字和

文化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所调研中学的图书室比较简陋袁 书架和图书集中

在一间教室中间袁 学生上课期间中午开放袁 只提供借

阅和阅览服务遥 无论物理环境 渊如布局尧 色彩冤袁 还是

服务内容和时间都不具有吸引力遥 那么图书馆提供什

么服务才能对农村儿童更具有吸引力成为访谈关键遥
5.1 家长和教师视角下的图书馆服务需求和

期待

家长及教师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期待主要集中

在 4 个方面院 学习尧 娱乐尧 时段尧 安全 渊表 6冤遥 学习

表 4 家长和教师视角下的农村儿童网络使用动机和影响

Table 4 Rural children's motivations for Internet use and its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范畴和子范畴 案例数/个 语句数/个 访谈内容举例 

上网满足学生的需求 8 26  

 娱乐 5 12 去网吧的话一般都是上网、聊天和打游戏 

 玩游戏 5 7 到网吧就打游戏 

 在线聊天 1 1 上网、聊天、打游戏，就做这些 

 结伴娱乐 3 4 上网去的人越多，兴趣越浓 

 心理/情感 4 8 排遣无聊 

 闲暇时排遣无聊 4 5 一个人待在家里无聊 

 好奇、求胜心理 1 3 满足他们求胜、好奇的心理需求 

 学习 3 6 学生必须要学会使用网络 

 查找资料 1 1 查资料必须要用 

 开阔学生视野 1 1 网络必须是一个窗口 

 在线课堂 1 1 像在线课堂这些都要基于网络 

 游戏中的智力开发 1 1 就算打游戏，至少游戏升级之类的也有少量的知识 

 学以致用 1 2 学习网络知识，就是为了使用网络 

上网对学生的影响 9 31  

 影响学习 8 13 上网对他个人的学习这些都有影响 

 影响学习兴趣和意愿 2 3 有的学生上网他就不愿读书了 

 逃课上网 4 5 还是有学生私下翻围墙出去上网的 

 牺牲午睡影响学习 1 1 中午有少数的学生跑出去上网的情况 

 通宵上网影响学习 3 3 通宵上网了，学生第二天就没有精力上课了 

 对学生教育不好 1 1 到网吧去对学生教育等各方面都不好 

 导致学生成绩下降 1 1 痴迷于网络游戏，就会导致成绩下降 

 影响健康 5 8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 2 2 学生上网不应该看黄色的、无用的信息 

 身体健康 3 4 过度上网严重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 

 伤害眼睛 1 2 网瘾重，对眼睛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成长 6 10 网吧对他们这个成长阶段而言，确实不好 

 误导学生 1 2 只要有钱，网吧一概都收 

 对学生成长不利 3 4 网吧对他是不好的 

 过早世俗化 1 1 网络可能会导致学生被世俗化污染 

 安全威胁 2 2 网吧里面的人比较混杂，不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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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提升是家长和教师强调的最多最重要的方面遥
受访的 11 位学生家长和教师中 10 位希望图书馆能

为学生更多地提供学习方面服务袁 希望图书馆在学

生 野知识学习冶 野能力提升冶 野交流平台冶 3 方面为

学生学习提供支持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教育

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遥 具体服务方面袁 向初中生

提供初高中知识衔接以及职校选择指导等服务均受

到了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强烈反响与支持 遥 在调研

地 渊洗落初中冤袁 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学生会去职校继

续读书袁 而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信

息不对称院 他们不知道要去的职校的基本情况袁 也不

知道哪种职校适合自己遥 择校选择主要受同学或好朋

友影响袁 比较盲目袁 这也导致不少学生不能顺利从职

校毕业遥 这一现象也是当下相当多贫困地区农村教育

的缩影遥
其次是娱乐和安全遥 9 位家长和教师表示现有图书

馆需在娱乐性方面做出较大改进袁 并且强调图书馆服

务最重要的是符合孩子兴趣遥 对于有网瘾的部分学生袁
图书馆不提供替代性的娱乐服务袁 他们不可能被吸引

到图书馆遥 此外袁 家长和教师都非常看重图书馆能否

营造安全的环境袁 包括实体环境安全和所提供内容的

安全遥 在内容安全方面袁 希望能对网络游戏尧 网络信

息进行过滤袁 为学生健康上网提供更多引导和教育遥
在实体环境安全方面袁 部分老师提到袁 现在家长尧 学

校对学生安全的重视已经到了影响学校部分户外活动

开展的地步了遥 图书馆必须重视这一挑战袁 禁止社会

闲杂人士进入遥
最后是图书馆开放时间遥 7 位家长和教师明确表示

希望图书馆能在周末以及课余为学生提供服务遥 但同

时也表示初中生的学业压力相对较大袁 图书馆必须与

正常的教学时间错开袁 周末开放的话袁 绝大部分同学

并不会到学校来袁 会导致图书馆使用率较低遥
5.2 留守儿童对于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期待

如表 7 所示袁 受访儿童对图书馆的认知都停留在

传统借阅和提供学习环境层面袁 如 野在书多的环境中

更能看进书冶遥 在观看发达地区少儿图书馆视频后袁 也

希望图书馆在娱乐方面做出改进袁 并对多媒体尧 网络

等技术设备的引进显现出浓厚的兴趣遥 此外袁 对课后

作业辅导尧 职校选择等信息服务尧 周末开放尧 野可以

结伴活动冶 渊如那边人多就去那袁 看朋友去不去冤尧 多

组织活动等也表达了较强烈需求遥

项目 焦点小组 1（全男生组） 焦点小组 2（全女生组） 焦点小组 3（男女各半组） 

是否去过网吧 10 位男生均去过 10 位女生有 9 位去过网吧但频率很低（一

年一次或几次） 

10 位同学中 5 男 4 女去过网吧，男生

频率明显高过女生 

为什么要去网吧 好玩、无聊、无事可做；查资料、找作

业抄答案 

登 QQ、想看更新的电视剧、家里没网 在家无聊，跟朋友一起玩游戏才有意思 

上网都做什么 玩游戏（LOL、DNF、QQ 飞车、QQ

炫舞、逆战、网页小游戏等）；视频（电

影、电视剧）；聊天（QQ、微信、YY） 

视频（电影、韩剧）；听音乐（新发布的

歌曲）；聊天（QQ、微信）；玩游戏（小

游戏、QQ 炫舞）；查资料（追星八卦、

娱乐新闻） 

游戏（LOL、CF、QQ 飞车、QQ 炫舞）；

看视频；聊天（QQ、微信） 

上网给你带来什

么影响 

正面（增长见识）；负面（通宵导致上

课瞌睡、辐射、收费贵、听课走神想打

游戏） 

不太影响，无聊才去的 “正面”（玩游戏，卖账号赚钱）；负面

（包夜对身体不好） 

他人对你去网吧

的态度 

老师（禁止，发现会家访）；家长（大

多禁止，有两位同学家长允许）；同学

（相邀一起去） 

老师（限制，发现会说）；家长（管教，

让自己少去）；同学（也会一起去） 

老师（少去，抓到会家访）；家长（不

允许，骗人的多，耽误学习）；同学（不

太说） 

 

表 5 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文本编码

Table 5 Coding on focus group interview text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intern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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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尧 讨论和启示

研究尝试从儿童自身及其监护人尧 教师等相关利

益者视角袁 探究贫困农村地区如何创设更有利于农村

儿童学习尧 娱乐和成长的数字和文化环境遥 研究主要

发现袁 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网络使用存在严重的娱乐偏

好曰 贫困农村地区缺乏面向儿童的良好数字环境和社

会支持体系遥 贫困农村地区面向儿童的图书馆服务覆

盖不足尧 功能单一遥 儿童及其监护人和教师对于图书

馆服务功能拓展有着较大期待和需求袁 农村基层图书

馆服务需要从单一借阅功能拓展到支持学习尧 社交和

娱乐尧 信息等多元功能袁 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提供尧
数字阅读推广和数字素养培训支持应该贯穿于上述服

务设计之中遥
首先袁 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网络使用存在严重的娱

范畴和子范畴 案例数/个 语句数/个 访谈内容实例 

图书馆需要提供的服务 11 83  

学习 10 43 学生到图书馆可以学习一些东西 

知识学习 9 23 再到图书馆学点知识 

初高中知识衔接 5 6 初高中知识衔接那个服务好 

课外知识学习 4 5 提供一些课外知识的学习 

课后作业辅导 4 6 可以做一些课后作业辅导的工作 

提供阅读服务 4 4 图书馆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阅读的地方 

提供图书检索推荐 1 2 像网络上一样提供一些查书的功能 

能力提升 8 16 搞点科技活动、启发性的 

职校选择指导 5 5 指导学生选择职业中学 

开阔学生视野 4 6 到图书馆学习也好，能见多识广 

网络使用教授 3 3 让学生正确的认识网络、利用网络 

提供网络资料查询 1 1 也可以提供网络，查找资料 

综合素质提升 1 1 不能死读书，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交流平台 4 4 给学生的相互交流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娱乐 9 13 娱乐性肯定要有，不然他不会靠近你 

符合孩子兴趣 6 7 关键是孩子，他喜欢的 

提供多媒体资源 4 4 挑一些好的电影给他们放，也会提供音乐 

益智游戏 2 2 你给他提供那些益智的游戏那些可以 

时段 7 8 引导学生空余时间来图书馆 

课余开放 5 5 课余时间给学生一个更好的去处 

周末开放 3 3 希望周末的时候开放 

安全 6 19 做这个图书馆，安全是最重要的 

内容安全 6 9 图书馆的电脑里把没用的都删掉 

网络内容过滤 5 8 大型游戏、不雅视频这些都是要杜绝的 

健康上网引导 1 1 需要一个健康上网的引导 

实体安全 4 9 做图书馆是好事，比网吧要安全 

安全的环境 4 7 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限制社会无关人员入内 1 2 不能让社会上杂七杂八的人都去那里 

 

表 6 父母和教师视角下的图书馆服务需求和期待

Table 6 Library services needs of rural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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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偏好遥 男生上网主要是玩游戏袁 女生主要是看视频遥
情感慰藉 渊排遣无聊孤独冤 和结伴活动是主要的心理

原因遥 娱乐偏好 渊特别是玩游戏冤 也是网络成瘾的中

间变量遥 农村儿童网络行为特征和网络成瘾与留守经

历不太密切袁 而主要与性别尧 监护人和周边环境相关遥
男生玩游戏和网络成瘾比率相对更高遥 留守儿童袁 特

别成绩差的儿童袁 相对来说更易于陷入重度网络成瘾遥
这一发现与其他研究发现基本一致遥 例如袁 共青团中

央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调研显示袁 除了网络使用覆盖

存在空白外袁 留守儿童网络使用活动存在偏差袁 对网

络娱乐类应用的使用明显偏高袁 经常上网玩游戏的比

例为 74.0%袁 较普通中小学生 渊59.3%冤高 14.7%袁 经常

看短视频的为 54.1%袁 较普通中小学生 渊43.1%冤 高

11%袁 在网上主动搜索信息的比例为 29.2%袁 较普通中

小学生 渊43.5%冤 低 14.3%袁 利用互联网学习课外知识

的比例为 20.9%袁 较普通中小学生渊32.8%冤低 11.9%[67]遥
信息技术的普及使贫困家庭子代能够平等享有信息资

源袁 但他们在网络使用上呈现更高的娱乐偏好 [68]袁 这

将对其认知能力尧 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遥 研究发现袁
互联网使用时间通过上网娱乐动机和学习动机两种机

制作用于青少年学业发展遥 周一至周五玩网络游戏超

过 1 小时的学生袁 其认知能力测试表现比工作日不玩

游戏或者分配较少游戏时间 渊控制在 1 小时以下冤 的

学生低 16%[69]遥 在控制其他变量下袁 周一至周五在校

外上网 6 小时以上的 15 岁中学生沉迷网络袁 会导致其

数学尧 阅读及科学素养显著更低 [20]遥 如果缺乏引导袁
这种趋向将进一步拉开城乡教育差距袁 加剧城乡教育

不平等[70]遥
农村儿童网络使用的严重娱乐偏好一定程度上与

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遥 这与其他学者发现类似袁
贫困地区农村缺乏支持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尧 娱乐尧 网

络等技术利用尧 信息素养培育的多元化社会支持体

系[71]遥 本研究中 1/3 被调查中学生缺乏网络接入条件袁
网吧满足了其一定需求袁 但网吧使用进一步加重了其

娱乐偏好遥 尽管随着技术普及不少留守儿童在家中上

网或者使用手机上网袁 在学校中也能一定程度接触到

电脑袁 但是从对监护人和教师的调查看袁 基本缺乏监

管和更多引导遥 在图书馆服务方面袁 青少年及其监护

人和教师都反映了袁 一方面设施普遍可及性欠缺袁 另

一方面图书馆服务功能单一袁 对青少年缺乏吸引力和

包容性袁 即使最基本的开放时间方面都如此遥
如何完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机构面向青少年的功

能和服务袁 建立更好的数字文化环境值得重视遥 为此

需要更深入了解青少年为什么使用学校图书馆特别是

公共图书馆袁 什么样的空间设计尧 服务活动对于青少

年 渊特别是男性冤 是具有吸引力的遥 先前学者研究强

调在农村地区建设留守儿童图书馆袁 本研究并未发现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网络和图书馆使用方面的显著差

异袁 但是的确发现农村 12~16 岁青少年在课外活动和

网络行为方面的独特性和性别差异袁 例如男女生偏好

项目 焦点小组 1（全男生组） 焦点小组 2（全女生组） 焦点小组 3（男女各半组） 

对图书馆的印象 书多、阅读的地方；校图书室都去过；

书很少，借还时间短，10 位同学都借

过书 

看书的地方；10 位同学均有在校图书室

借过书，一学期 2~5 本不等；在书多的

环境里，更能看得进去书 

看书、可以借阅书籍；校图书室周末不开放 

对图书馆新认识 如果图书馆增加职中介绍，会愿意去

听；增加课程辅导，也愿意去听 

（发达地区）少儿馆书多环境好；如果

有课后作业辅导，80%愿意去；有职中介

绍，30%愿意去 

（发达地区）少儿图书馆可以玩小游戏；若

加入课后辅导、电影放映、职中介绍，部分

同学会愿意来 

对图书馆服务改

善的期待 

如果只有 8 小时，愿意分配 4 小时在

图书馆；“哪边人多就去哪边” 

只要周末能开放就很好（若周末开放

70%女生愿意去图书馆）；如果建成 80%

同学都会去图书馆而不是网吧；期待引

入各种（数字）设备 

希望周末开放，多组织活动；网吧、图书馆

同样有 8 小时的话：男生（2~3 小时去网吧，

再出去玩，去图书馆要看朋友去不去）；女

生（8 小时在家或 2~3 小时去网吧） 

 

表 7 留守儿童图书馆需求焦点小组访谈文本编码

Table 7 Coding on focus group interview text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library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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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和网络活动不同 渊男生课余更多去网吧上网尧
打游戏袁 女生更偏好阅读冤袁 喜欢结群 渊上网冤 活动袁
留守儿童更多在家做作业但缺乏监护人辅导等遥 这些

行为特征及研究所发现的儿童尧 家长或监护人尧 教师

对图书馆的需求和期待可能是在设计和改善农村学校

和公共图书馆服务方面需要更着重考虑的遥
国内外其他研究发现基本类似遥 例如袁 肖鹏等对

广州市乡镇图书馆和流动与留守儿童利用行为的考察

发现袁 野图书馆不仅仅是借阅场所袁 更是社区和交流空

间袁 不少流动 / 留守儿童在图书馆成为朋友和玩伴冶 [72]

野图书馆缺乏足够空间和信息化设备袁 依然被视为重要

的学习空间冶 野很少儿童在图书馆从事看电影和玩游

戏等娱乐活动尧 读者活动缺乏且期待度低冶 野儿童利

用时间在放学后和周末袁 图书馆开馆时间与少儿作息

时间不一致冶 [73]遥 国外学者 DRESANG 等考察了美国

9~13 岁儿童在图书馆中的活动和行为表现袁 发现这个

年龄段的男孩女孩袁 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的访问和

使用通常都选择一起活动袁 而不是 野一个儿童一台电

脑冶袁 儿童的信息搜寻和信息使用是社会性的袁 这在学

校和公共信息服务环境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模式 [74,75]遥
COOK 等[76]对美国 616 名六至九年级学生对公共图书

馆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袁 他们主要利用图书馆进行学校

研究袁 寻找书籍袁 光顾图书馆餐厅袁 上网袁 玩电子游

戏袁 以及作为与同龄人社交的空间遥 HOWARD[77]对加

拿大青少年对公共图书馆态度的调查发现 野最理想的

特征是社交空间冶遥 此外袁 AGOSTO[78]调查了青少年和

图书馆员所支持和期待的公共图书馆青少年空间特征院
物理舒适度 渊包括家具尧 照明尧 窗户等冤曰 休闲活动和

信息需求 渊包括休闲阅读资源尧 使用计算机 / 数字媒体

进行休闲尧 社交 / 群体空间尧 休闲 / 闲逛空间尧 对青少

年社群吸引力强的相关项目尧 游戏空间尧 吃零食 / 吃饭

的地方尧 休闲阅读推荐冤曰 学术活动和信息需求 渊包括

学习空间尧 可以利用计算机 / 数字媒体做学校作业袁 学

术资源尧 参考服务尧 辅导服务冤曰 青少年空间所有权

渊如清晰区别儿童和成人空间尧 青少年参与物理空间设

计和装饰尧 艺术品尧 安全空间尧 有青少年外观冤曰 有效

的图书馆政策展示和营销 渊包括图书和其他资源展示尧

图书馆信息板 / 公告板尧 仅青少年使用的政策尧 标记

牌冤遥 从国际上看袁 21 世纪以来在数字化背景下袁 儿童

图书阅览空间从无趣尧 传统尧 装满书籍的阅览空间向

拥有私密尧 合作尧 共享尧 讲故事尧 多媒体以及各种体

验展示的多样化学习空间转变已成为趋势[79,80]遥 但是国

内有学者对武汉市建设较好的 3 所学校图书馆和 2 所

少儿图书馆调查发现袁 图书馆管理方对儿童不同学习

行为 渊阅览尧 合作尧 交流尧 表演尧 探索等冤 下的心理

需求重视仍不够遥 特别是学校图书馆袁 不少管理者没

有认识到多媒体交互技术可以支持儿童学习的重要性袁
此外需要尽可能保证图书馆开放性袁 提高学生利用率[61]袁
贫困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机构在这方面就更为欠缺遥

面向农村儿童创建前瞻的绿色数字文化环境袁 需

要将数字资源和数字环境建设融入到物理环境尧 空间

设计和学习尧 阅读尧 信息尧 娱乐服务等各个方面遥 为

此袁 我们提出如下具体服务改进建议遥 ①调整图书馆

开放和服务时间遥 学校图书馆需要与乡镇基层图书馆尧
文化馆尧 村级文化中心等进行联动袁 保证周末和寒暑

假开放袁 例如考虑到不少农村学校合并采取寄宿制特

点袁 学校图书馆选择在周日返校袁 假期农村集市活动

周期开放和组织活动等遥 ②学习尧 阅读尧 信息和信息

素养培育等方面读者活动和服务拓展遥 创设更好的学

习环境袁 增强文献资源袁 特别是多媒体学习资源尧 在

线学习资源等袁 缩小与城市教育的差距遥 针对留守儿

童在家做作业和阅读缺乏辅导和支持袁 增加课后辅导袁
寒暑假提供阅读指导和阅读推广活动遥 针对贫困地区

初中生升学择校等信息需求袁 提供初高中知识衔接服

务服务尧 高职择校信息咨询服务等遥 针对农村儿童网

络使用的娱乐化偏好袁 提供信息素养教育袁 激发其利

用网络学习的动机和能力遥 此外袁 如果可能袁 如何提

高监护人和教师的信息素养也需要纳入考虑遥 ③提供

安全舒适的物理环境袁 特别是增强娱乐尧 社交空间和

服务设计遥 要对青少年特别是男生有足够吸引力袁 必

须突破传统的单一借阅功能袁 在娱乐和社交空间和活

动方面做出改变遥 例如袁 增加视频放映尧 多媒体资源尧
电脑网络和最新数字技术使用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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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ufang, TAN Qing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urpose/Significance] How such public culture service institutions as libraries create a better digital cultur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in poor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s is worth our attention. [Method/Process] The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and needs and expectations for library servic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examined through mixed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one-on-one interviews o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Longshan County, Xiangx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Hunan Province. [Results/Conclusions] It was found that rural children preferred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entertainment when they were online. Internet use behavior had little to do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but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gender, education of guardians, and surrounding culture environment. The poor rural region is seriously lack of a good digit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s for teenagers.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school librar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im-

prove their functions and services, especially digital culture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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